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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信息论与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》

前言

　　信息（information）是客观事物状态和运动特征的一种普遍形式，客观世界中大量地存在、产生
和传递着以这些方式表示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。信息具有客观性、广泛性、完整性、专一性。在当
代繁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活动中，无处不涉及信息的变换和利用，可以说，人类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之
中，随时随地都离不开信息。　　信息论的研究范围极为广阔。狭义信息论是一门应用数理统计方法
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。它研究存在于通信和控制系统中普遍存在着的信息传递的共同规
律，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传输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理论。广义信息论不仅包括狭义信息论和一般
信息论的问题，而且还包括所有与信息有关的领域，如心理学、语言学、神经心理学、语义学等。　
　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和处理信息，成为日益迫切的问题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，认识到信
息可以作为与材料和能源一样的资源而加以充分利用和共享。信息的概念和方法已广泛渗透到各个科
学领域，它迫切要求突破仙农信息论的狭隘范围，以便使它能成为人类各种活动中所碰到的信息问题
的基础理论，从而推动其他许多新兴学科进一步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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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信息论与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》

内容概要

《信息论与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》试图以知识性、研究性、实用性、先进性、综合性的内容为主线，
给大家介绍信息理论和信源编码这两个主题。《信息论与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》分为引论、信息理论
和信源编码三部分，在第1—第5章中介绍了信息理论；第6—第8章阐述了信源编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
；第9章介绍了现代编码技术的几种方法。
《信息论与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》可作为通信、信息工程、计算机类各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
参考书，也可供从事电子、信息、通信、计算机、自动化等专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参考。

Page 3



《信息论与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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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信息论与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》

章节摘录

　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，表明人们总是离不开消息的传递。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有可能使许
多人同时进行远距离的瞬时通信。当今已进入高度发展的信息化时代。　　信息是一个常用的词，什
么是“信息”？有人说：“信息就是消息”，“通信的内容就是信息”。这些提法是不够严谨的。信
息与消息是有区别的，信息是消息和消息传输的概括’消息是信息的具体化。所谓信息必须具有“能
消除某些知识的不肯定性”的秉性’就是说’能改变人们（接受信息者）的知识状态，使从无知变为
有知、从不肯定变为肯定。例如，看报纸’看到一条新闻，从广播里听到明天的天气预报，这些都是
信息，而看旧报纸看到以前的天气预报，或听到一支熟知的歌曲，这些都不是信息，因为从其中没有
了解到任何新的东西。　　广义的信息是人类感观所能感知（直接的或间接的）的一切有意义的东西
。电报、电话、电视、雷达、声纳可以给人们传来信息，各类生物神经系统所传递的也是信息，遗传
学中研究的各类遗传因子也传递信息给他们的后代。　　在当代繁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活动中，无处
不涉及信息的变换和利用，可以说’人类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之中，随时随地都离不开信息。控制论的
创始人之一N·维纳有一句名言：‘‘要有效地生活，就要有足够的信息”。也可以说：要有效地工
作，明智地行动，必须具备充分的信息。　　信息论的创始人仙农，研究了通信系统，在1948年发表
了“通信的数学理论”’对信息引入了定量的规定，从而开辟了对信息的初步了解和研究。至今，信
息论已有60年的发展历史，信息的含义已进一步发展，不过仍然可以认为仙农理论不失为信息论的基
础。　　大家知道，仙农用概率的方法给信息发生源和传输信道建立了数学模型。一般通信系统模型
如图0.1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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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信息论与信源编码理论及应用》

精彩短评

1、书比较薄，不过还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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